
想想植植树树，，却却找找不不到到合合适适的的地地儿儿
市民植树趋向边缘地带，林业部门建议变植树为养护

本报3月11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
然而，想在市区找个植树地点却变
得越来越难。一边是市民和企业满
满的植树热情，一边是植树地点越
来越难找，越来越偏。对此，林业部
门建议，植树节不光植树，还可以
将植树变养护，提高树木的成活
率。

“想找个地方植树还真难。”芝
罘区的王女士告诉记者，每到植树
节都想去植树，但周边已经没有地
方可以植树了。

本报每年都会联合林业部门
举行植树活动，从西炮台、芝罘林
场、套子湾，再到牟平的高陵镇徐
村南山。可以看出，植树地点越来
越远离市区，市区可供植树的地点
很少了。

岳女士是一家企业的行政工
作人员，每到植树节的时候，她都
会有点小纠结，不少员工都想参加
植树活动，找地点的活儿就落在了
她头上。岳女士说，要联系其他企
业是否可以一起组织，参加媒体组
织的植树活动还可能有人数限制，
这段时间着实有点小烦恼。

“真希望多提供一些能植树的
地点。”市民陈先生说，植树造林应
该全社会行动，尤其是小孩子，有
很好的教育意义。

现象>>植树地点趋向郊区和远山

“市区绿化程度比较
高，想找大规模植树的地方
不太现实。”烟台市林业局
造林绿化科副科长李俊国
说，市民植树造林，越来越
趋向郊区和远山地带。

李俊国说，一方面，随
着政府对森林绿化工作的
坚持，市区绿化程度相对较
高，市区一些林地基本被植
被覆盖，即使有林木死亡和

破坏的情况，小规模补种就
可以。

“市民植树造林的热情
需要提倡。”李俊国说，一到
植树节，市民都想出来植
树，顺便爬山舒展下筋骨，
现在植树趋向郊区和城市
边缘地带，一些远处荒山地
带也可供植树。

“比如说夹河周边和福
山一些地方，有不少地点可

供植树造林。”李俊国说，市
民想要植树，可以参与林业
部门和媒体等开展的植树
活动。

“牟平的 山也可以进
行植树造林。”李俊国说，这
座 山 位 于 牟 平 城 区 西 南
26km处，是王格庄、观水、院
格庄、高陵四街镇的界山，
北侧山下就是小有名气的

“牟平十八盘”。

应对>>选择定期养护可能会更好

对于植树热情高与植树
地点少的矛盾，林业部门工
作人员说，市民可以将植树
变为养护，一样可以保护森
林，增加植被覆盖率。

“市民植树的目的就是
增加植被，但实现的途径可
以换一下。”烟台市林业局办
公室主任辛迅说，市民可以
认领一些林木，每年定期进

行养护管理，提高树木的成
活率，这样做可能会更好。李
俊国也说，市民可以每年回
去看看当年种的树，加强后
期的维护和管理。

“尤其是一些爱心企业，
可以和林业部门联系。”辛迅
说，一些企业可以联系林业
部门，种植自己企业的爱心
林。李俊国说，比如在2008年

的时候，中国银行烟台分行
就联合林业部门在福山区同
三高速路南，投资40万元建
立了“中国银行林”，已经绿
化800亩，植树4万株。

市民和企业如果有关于
植树造林方面的问题和意
向，可以联系烟台市林业局
绿化办，联系电话：6695271。

本报记者 王永军

“烟台现在森林面积903万亩，
森林覆盖率43 . 1%。”烟台市林业局
造林绿化科副科长李俊国告诉记
者，烟台的森林覆盖率全省第一，
但每年仍需要植树造林。

“植树造林是一直要坚持的。”
烟台市林业局办公室主任辛迅说，
树木有一定的生长周期，再加上正
常的生产经营采伐，每年林木都会
有一定数量的减少，需要更新补
种。

另一方面，森林火灾也会造成
林木数量的减少，减少森林覆盖
率。山高林密，森林一旦起火，救援
难度比较大，后果会很严重。辛迅
告诉记者，平常对于森林防火很重
视，但还是有森林因为火灾造成破
坏。此外，病虫害等也危害林木，造
成林木死亡等情况。

“也会有市民零星砍伐林木。”
辛迅说，虽然现在大家的环保观念
增强，但还是有市民为了个人利益
砍伐林木，开辟菜地等，造成森林
植被破坏。

辛迅说，随着城市化发展的进
程，城市开发也会使一些林地减
少，这些缺口都需要每年的植树造
林补上去，“所以每年植树造林都
是必须坚持的。”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森林覆盖率高
但仍需要植树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张军苗 王莹 ) 连日来，国
网蓬莱市供电公司组织10支服务
小分队深入蓬莱市辖区中小学校，
对校内电气设备和用电线路开展
了为期一周的“拉网式”排查。

为学校

开展隐患排查

市区植树的地点越来越少，市民多选择去郊区。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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